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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实干谋新篇 奋楫争先正当时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访市政协委员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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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产业兴盛魅力宜居活力善治新惠济
——访市人大代表李新军

两会访谈

“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丰富、数据
翔实，从十个方面对 2024 年的重点
工作、重要任务作出安排部署，路径
清晰、要点突出，为我们基层抓好工
作落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
人大代表、惠济区委书记李新军说。

李新军表示，惠济区将以实施黄
河国家战略为带动，以全面深化“三
标”活动推进“十大战略”行动和“十
大建设”工程为抓手，以大运河智谷
片区、花园口新兴产业园、古荥智能
制造产业园“三个片区建设”为引领，
以项目建设、产业孵化、安置回迁等
工作为切口，加快建设产业兴盛、魅
力宜居、活力善治的新惠济。

李新军表示，下一步，惠济区将

抓牢项目建设，建立首席服务官分包
项目制度，构建“地等项目”清单，加
快 199个重点项目建设，强化项目全
生命周期服务，奋力跑出项目建设

“加速度”。抓好产业孵化，加快建设
大运河智谷片区、花园口新兴产业
园、古荥智能制造产业园；聚焦全省
打造万亿级绿色食品集群，加快中国
现代食品产业创新示范园和国际食
品贸易港“一园一港”建设；充分运用
商务楼宇、在建园区等载体，力争更
多企业总部和科研机构落户惠济。
抓实安置回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安置问题政府主
导，加快已开工安置房建设，强化政
银企协同，确保群众尽快安置回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加快
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改造，实施‘一
转带三化’专项行动，推动服装家
居 等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高 端 化 、智 能
化、绿色化转型，给我们服装行业
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坚定了
信心。”市政协委员、黛玛诗时尚服
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州市总商会
副会长靳鑫说。

靳鑫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持续推进中原区纺织服装片区
升级再造，加快新密市锦荣产业新城
建设，重塑“中国女裤看郑州”城市品
牌。这显示出，郑州不断积极推动纺
织服装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智慧型
转变，探索具有郑州特色纺织服装产

业转型新路径。
传统服装产业转型的关键是什

么?靳鑫结合品牌化转型成效分享经
验。“我们公司大力推进品牌化战略，
洞察消费者需求，由销售端向品牌服
装设计和生产转型，向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方向迈进，由单一品种产品向
系列化服装转型，品牌集聚效应和影
响力快速提升。”他建议，服装产业打
造品牌优势一方面要建构坚实的品
牌及客户基础，捕捉消费者需求和时
尚趋势，提升品牌价值和认可度；另
一方面要勇于迈出大胆尝试，迅速抓
住机遇，向品质化、品牌化道路探索，
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看齐，全面提
升本土服装传统产业优势。

打造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
——访市政协委员姚培

“随着全球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城市营销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进行城市营
销，做好目的地品牌建设，塑造城市
的良好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发展
需要讨论和解决的新课题。”市政协
委员、建业集团副总裁、建业文旅总
经理姚培说。

作 为 一 名 文 旅 行 业 的 从 业 人
员，姚培最关注城市品牌的打造，她
认为文旅是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市品牌和头部文旅品牌之间
是相互赋能、相互引流的关系。以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例，目前有
80%的客人是郑州市以外的客人，
且绝大部分是年轻的 90后客群。某

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了郑州一
个新的流量接口。

姚培认为，城市品牌的打造，是
一个漫长的系统化工程，郑州要重视
品牌的厚度，也必须注重品牌的温
度；要追求城市品牌的历史感，更要
打造其年轻感。在实际操作中，以面
向市场端、年轻消费者端的城市活动
为突破点，打造一场属于郑州的、属
于年轻人的、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戏剧
节，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郑州。因
为年轻人既是文化旅游的消费者，也
是文化的传播者，借助他们提高郑州
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郑
州，让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到
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郑州。

“郑州全面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离不开国计民
生重要支撑的电力供应。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更需要与之匹配的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市人大代表，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丁和平认为，协同打造
数智化坚强电网“郑州样板”是郑州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要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形成新质生产
力，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为保障能源安
全、实现‘双碳’目标作出积极贡献。河南
省也正积极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
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丁和平说。

丁和平介绍，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将深

刻领会数智化坚强电网“44345”主题要
义，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路径，着
力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省内先行示范，更
好支撑郑州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实施。

丁和平建议，系统开展研究，协同
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数智化坚强电
网实施路径、技术路线、政策机制等重
大问题研究，建设坚强主干网、智慧配
电网、柔性微电网、全域信息网协调发
展的电网新格局。优化网架结构，着
力增强电网气候弹性、安全韧性、调节
柔性、保障能力。升级功能形态，坚持
数智赋能驱动、电力算力融合，以数字
孪生技术应用、动态“电网一张图”为
抓手，全面推动“大云物移智链”等现
代信息技术与电网业务的深度融合。

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郑州样板”
——访市人大代表丁和平

“政府工作报告把‘全面推进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作为目标任务，为乡村发展送
来 福 音 ，让 广 大 农 民 有 了 新 期
盼。”市人大代表，新密市城关镇
甘寨村村民、郑州市休闲观光农业
协会会长王小玲说。

王小玲认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产
业振兴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石，文化
振兴是和美乡村建设的灵魂。散落
在乡村的各类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文化振兴的载体。激活文化遗
产，可以有效助力“产业兴旺”“乡风
文明”落地见效。

“目前郑州市拥有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逾 70项，其中，超化吹歌、
小相狮舞、少林功夫、苌家拳、登封
窑陶瓷烧制技艺等被认定为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二 十 四 节 气 于
201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王小玲致力于推动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活下来”“火下去”。

王小玲建议，对于食品类市场化
程度高的非遗技艺，加以引导推动标
准化；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神话传说进行二次创作，打造文化
IP；对于苌家拳、少林功夫等对接市
体育局，推动相关传统体育进村（社
区）、进校园，让非遗文脉永传承，文
化瑰宝闪耀华夏。

开展农耕体验研学教育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访市人大代表张建武

“郑州作为全国12个最高等级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已将轨
道交通产业列为支撑中部崛起、支持
河南发展、抢抓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重
大机遇的重点发展产业。”市人大代
表、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运营主管朱雯说。

朱雯认为，目前郑州市现有的环
形轨道交通，虽对核心区市民出行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但尚难以满足
郑州市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以及城
市圈与周边功能区域交流需求。

为提高市郊社会管理和服务水
平，理顺城乡交通融合发展，统筹城乡
协调发展，优化城郊空间形态，提升新
功能组团建设品质，朱雯建议，新建联

通郑州市主要功能区域的轨道交通外
环线。串联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地铁，形成“四网融合”的多
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实现面向都市圈
的承接功能及各功能区的疏解功能。
开辟创新的多式联运模式，实现部分
城市物流设施下沉至地铁网点，释放
地面空间的同时，创建更多的服务产
品，为地铁发展赢取更大的市场面。

朱雯表示，通过外环线建设，可
优化郑州都市圈轨道交通布局，提升
都市圈各种要素的流动效率，通过更
高效便捷的出行体系创造更多经济
效益。同时，也可缩小都市圈空间尺
度，适应省市国土空间战略，缓解城
区道路拥堵。

“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 了 用 工
业 化 理 念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嵌 入 式
发展智慧农场、农业科普、农旅研
学、农 耕 教 育 等 新 场 景 。”市 人 大
代 表、中 铁 大 桥（郑 州）缆 索 有 限
公 司 职 工 张 建 武 说 ，青 少 年 研 学
实践教育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创新
发展。

“郑州黄河滩地公园是市民体
验黄河文化、感受黄河风情的网红
打卡地和后花园，有着深厚悠久的
黄 河 文 化 和 独 特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张建武认为，郑州黄河滩地公
园对于打造全市青少年自然科普

和农耕体验研学教育基地有着先
天优势和先决条件，但也面临着从
传统生态保护、单一宣教向生态保
护基础上黄河文化充分表达、功能
丰富完善的迫切需求，亟须进行适
旅化开发。

张建武建议，协调相关部门，
积极对接各种教育资源，规划农旅
融合形式，加大文旅资源倾斜，在
园区内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教育
活动，将郑州黄河滩地公园打造成
为自然科普和农耕体验研学标杆
教育基地，推动研学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建设轨道交通外环线 扩大郑州“朋友圈”
——访市人大代表朱雯

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丰富农产品供应
——访市人大代表杨云泽

激活文化遗产 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访市人大代表王小玲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粮油储
备体系，建立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对此，市人大代表、河南万邦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云泽表示，这一提
法超前谋划、提前准备应对突发情
况，保障民生需求，体现了“以人为
本”理念。

杨云泽介绍，立足全省战略，河
南万邦规划投资 200多亿元，着力构
建河南省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打造
以郑州为中心、省内区域物流节点城
市为支撑、县域城乡分拨配送网络为
基础的“一中心、多节点、全覆盖”体
系。截至目前，已实现濮阳清丰、鹤
壁浚县、驻马店、焦作、南阳、漯河、洛
阳等 7个地市项目开业运营，商丘柘

城项目即将开业。万邦全省项目成
熟运营后，将实现从农产品产地到市
民餐桌、从初加工到客户体验的全产
业链冷链物流发展模式，打造河南农
产品物流自主品牌和冷链物流豫军，
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应急保障能
力，丰富农产品供应，确保食品安全。

“在进出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方
面，万邦市场目前与全球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并为市场商
户提供国际物流、保险、清关、仓储代
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同时，正在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建设 100 平方公
里的境外农业示范园项目，打造中部
对外开放新高地，推进资源全球化整
合。”杨云泽说。


